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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照护是指由被照顾者的家人及亲友或邻里提供照护服

务的照护方式，其中为被照顾者提供照护服务的人被称为家庭

照护者。老年人年龄的增长常常伴随着失能风险的增加，人口

老龄化时代的到来使得社会对失能老人照护的需求越来越大。

尽管失能老人照护方式越来越多元，涌现出社区照护、机构照

护等多种方式，但家庭照护作为我国自古以来最主要的照护方

式，至今仍然是绝大多数失能老人的首选，家庭照护者无疑在

家庭照护的过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并事实上构成了照护失能

老人的主体力量。因此，有必要重新认识家庭照护的社会功能，

建立健全面向失能老人家庭照护者的福利政策，保障其权益。 

中国家庭在养老过程中体现出了浓烈的代际反馈色彩，子女幼时

接受来自父母的照顾会转换为父母高龄失能时子女提供照料，提供家

庭照护服务普遍被认为是子女应尽的义务。即使在社会保障功能日益

强化、家庭保障功能逐渐弱化的今天，人们首先想到的仍是依靠家庭

内部力量抵御失能风险。从老年人养老意愿的选择来看，不论是“9073”

还是“9064”的养老布局都揭示了未来居家养老仍然是我国最主要的

养老方式，家庭仍然是最主要的养老场域。这样的养老布局不仅充分

尊重了多数老年人愿意居住在自己的家中享受家庭照护的养老意愿，

还充分继承了中华文化中有关代际照料与孝道传承的传统理念。从养

老服务护理资源来看，因“少子老龄化”的发展态势很难逆转，我国



面临的将是养老护理人才短缺和素质较低的困境。有学者预测，2050

年时我国 65 岁及以上人口中的中度和重度失能老人将达到 8300 多

万人，单纯依靠社会力量输送护理人才很难满足需求。然而，政府、

社会和学界关注的热点常常聚焦在专业养老护理人才的培养上，对现

实生活中的隐形养老照护资源即由失能老人的亲人、朋友、邻里提供

的家庭照护服务却往往不够重视，实际上，这些非专业的照护资源正

是解决我国养老资源紧缺困境的根本出路，无论未来如何发展变化，

家庭照护者仍将会是一个庞大的群体。纵观世界，许多国家早已为失

能老人家庭照护者建立了较为完善的福利体系。以世界社会保险发源

地的德国为例，德国于 1995 年开始正式实施长期照护保险制度，建

制伊始就明确规定家庭照护者依法享受相应的福利，并在随后的几十

年中不断完善相关福利政策。据德国联邦统计局数据显示，2019 年

底，德国一半以上（51.3%）的需要照顾的人仅由亲属单独提供照顾。

德国政府主要从时间、经济、社会保险、培训与辅导等方面为家庭照

护者提供福利。在借鉴国外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可以

考虑从以下几方面为失能老人家庭照护者提供福利。一是设立照护假

期。对于有工作的家庭照护者而言，在照顾老人过程中难免会面临照

护工作和个人本职工作间的时间冲突问题。为此，需要通过照护假期

的设立，保证家庭照护者在享有劳动者合法权益的同时也能获得休假。

在进行制度设计时，应明确享受照护假期的标准，并按照弹性原则设

计照护假期时长，便于家庭照护者根据失能者的健康状态和需要看护

的程度选择最合适的休假时长。此外，还需通过法律明确家庭照护者



及用人单位各自的权利及义务，从而让家庭照护者可以安心为失能老

人提供照护服务。二是提供照护津贴。照护津贴的发放主要是为了补

偿家庭照护者因提供家庭照护服务而造成的经济损失，领取照护津贴

后，家庭照护者无偿提供照护服务的行为实则转变为政府对其照护服

务的购买。当前，部分长期照护保险试点地区已经开始通过长期照护

保险给家庭照护者发放补贴，但是大部分试点地区仍未考虑家庭照护

者的权益。所以，应对各长期照护保险试点城市开展积极的引导，将

更多的家庭照护者纳入长期照护保险基金支付对象，使其获得相应的

经济补贴。三是开展专业培训并提供心理咨询服务。大部分家庭照护

者并不具备充足的专业知识，而技能不足可能会使家庭照护者难以全

方位满足失能老人的照护需求，操作不当甚至可能会导致失能老人受

伤，给失能老人及家庭照护者带来不好的体验。因此，为家庭照护者

提供专业的培训是十分必要的。在互联网时代，各地可以借助互联网

平台开展线上培训，这样既能帮助家庭照护者学习专业的知识，也能

使得资源得到最大化利用。政府还可以通过宣传和激励，吸引更多的

家庭照护者参与知识学习。同时，为缓解家庭照护者因提供照护服务

而产生的精神压力，可以依托互联网平台或通过热线电话等形式为其

提供心理咨询服务，保障其精神健康。总之，失能老人照护问题已经

从过去的家庭问题上升为社会问题，它直接关乎数以千万计失能老人

的养老权益，也直接关系到失能老人家庭的切身利益，而通过完善政

策支持体系促使家庭照护得以传承仍然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因此，



应以帮助家庭照护者平衡家庭、照护工作和本职工作间的关系为出发

点，加快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家庭照护者福利制度。 

（本文来源：《中国人口报》理论版 2022 年 9 月 2 日，作者系中国

人民大学中国社会保障研究中心夏巾语。） 

 


